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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更是

经济强省、创新高地。作为先发地区，江苏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

社会发展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小康社会”战略构想的提

出，就与江苏这片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

两番、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1983年2月，

邓小平到江苏视察。此后不久，他以苏州的发展变化为例证，系统阐

述了小康目标的内涵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江苏干部

群众的创新实践，为他思考国家发展的大战略提供了宝贵素材。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途中，特意在南京火车站停留，语重心长地嘱

托“江苏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点”，交给了江苏沉甸甸的重任，

对江苏寄予厚望。

『
小
康
先
行
者
』
江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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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图在前，使命在肩。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勤劳智慧

的江苏人民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奋发进取，在10万多平方千米的热

土上，不断书写小康社会建设的新篇章。2019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99631.5亿元，以占全国1.1%的国土、5.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

10.3%的生产总值、13.7%的进出口总额，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了重要

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江苏小康

2013年3月8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殷切希望江苏

“始终把已经取得的成绩看作是事业新的起跑线，按照率先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

局面”。

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后，先后到南京、镇江考察，深入乡村、农户、企业、

科研院所调研，同干部群众进行深入交流，并在听取江苏省委省政府

工作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苏要“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经济

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

  原 声

“要再接再厉，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民生保障，像落实发展指标

一样落实民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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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生工作千头万绪，集中到一点，就是要

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

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

美的环境。民生工作面广、量大、头绪多，一定要注重稳定性、连续

性、累积性。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任接

着一任做。

  原 声

“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要推

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

江苏的民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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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

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

心和关爱医务工作者，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环境，让广大医务工作者

安心、放心、舒心从事救死扶伤的神圣事业。广大医务工作者要精心

钻研业务，加强医德修养，为人民群众解除病患多做贡献。

专科医生通过视频连线对空巢老人和失独老人进行健康随访

  原 声

“不能经济上去了，生态环境恶化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

渔火对愁眠”“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山花落尽山长

在，山水空流山自闲”，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多句古诗词，不仅生动展

现了江苏历史上的美丽风光，也蕴含着对江苏未来环境建设的要求和

期望。他指出，江苏要坚持不懈地实施“碧水蓝天”工程，加强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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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防治和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原 声

“加强文化建设要有主心骨。”

提到江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如数家珍：孙武的《孙子兵法》、

枚乘的汉赋、顾恺之的《画论》、祖冲之的“祖率”、刘义庆的《世

说新语》、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冯梦龙的“三

言”、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刘鹗的《老残游

记》、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范

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明代东林党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朱自清的“宁死不吃嗟来之食”，等等。他强

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

继承，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水美乡村——焦赞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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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小康社会建设的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小康建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江苏小康建设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温饱型社会到小康社会（20世纪80年代~20世

纪末）。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等地实地考察，并以苏州发展变化为例

证，系统阐述小康目标的内涵和“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的“三步走”战略，成为江苏率先探索小康社会的重要渊源和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江苏抓住国家推进农村改革的重大机遇，以乡镇

企业异军突起为标志，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了由农业大省到工

业大省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江苏抢抓国家实施浦东开发开放重大

战略机遇，积极主动接轨，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动力，实现了经济空

间布局从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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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苏州之行

1983年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江苏苏州、

浙江杭州等地考察。

2月6日下午，抵达苏州。第二天听取汇报时，邓小平就问：

“到 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江苏的同志回答：从

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1977~1982年 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

产值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

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又问苏州的同志：“苏州

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当时，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已位

于江苏省前列，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为 65.59 亿元，国民生产

总值为31.9亿元。到198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04.88亿

元，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47.61亿元，人均接近800美元。按照

这样的速度，苏州大约用15年时间，到1995年就能实现翻两

番的目标。因此，江苏的同志告诉邓小平：像苏州这样的地方，

1978 年、1982 年苏州国民生产总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对比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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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 !

此前，苏州方面为邓小平提供了16份典型材料，从各方面介

绍苏州实行联产承包、发展社队工业、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

生活的情况。听了这些汇报后，邓小平接着问：“人均800美元，

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

子？”

苏州的同志告诉他，若达到这样的水平，下面这些问题就

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

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

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

人口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改变；

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

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

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听了这些介绍，邓小平很振奋，他仿佛已透过苏州看

到了实现“小康”目标的光明前景。

随着江苏由农到工、由内到外两次大的转型，江苏经济实力明显

增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顺利实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

略的第二步目标。

第 二 阶 段 ： 从 小 康 社 会 到 省 定 全 面 小 康 社 会 （ 2 1 世 纪 初 至

2011年）。

2003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省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包

括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社会发展、政治文明以及生态环境四大类18

项25个指标，并坚持分类指导，对发展基础不同的苏南、苏中、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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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区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时序进度要求。

根据统计分析，到2010年底，江苏全省总体上达到省定全面小康

指标，苏南、苏中以县为单位全部实现省定全面小康指标，苏北的

铜山、大丰、启东3个县（市、区）也进入实现省定全面小康指标的

行列。

第三阶段：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到高水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期（2012~2020年）。

“三步走”战略目标

随着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江苏站上

了新的发展起点。2013年，经过丰富完善，江苏全面小康指标体系由

原来的四大类18项25个指标扩展到五大类22项36个指标，并对部分指

标的数值进行提升。

特别是2014年以来，江苏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抓

重点、攻难点，抓基层、强基础，在全面小康路上努力做到不仅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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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领跑，更在质量上发挥标杆作用。2017年11月，江苏省十三次党

代会召开，吹响了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集结号和动员令。

2018年底，江苏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发出冲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动员。2019年7月，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决胜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强弱项的若干措施》和5个专项文件，

强调紧扣高水平、突出全面性，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战，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上发挥标杆作用。

据《中国城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报告2018》显示，江苏小康

指数达109.52，列全国第二位；全省有11个城市入围全国设区市小康

前100名，18个县级市入围县级市小康100强；在全国33个小康分项指

数A+A+A+级以上城市中，江苏占14个。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江苏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信心满怀、奋力担当。

冲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对人民、对历史做出的承

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关键一步。对江苏

来说，不仅要率先建成，而且要高水平建成。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江苏全面小康也有短板。江苏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短板主要在民生领域方面的指标上，重点难点在苏北

一些经济薄弱县区。比如，苏北部分地方老弱病残和低收入人口兜底

保障还有漏洞，苏北地区农民住房、公共服务等还有差距，不少地方

产业层次和生态环境、乡村治理水平还需提升等，甚至有个别方面

工作，如果不高度关注解决、不下大力气改进，还有可能落后于全国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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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领先于国内水平的小康，江苏需要把握好“全面性”和

“高水平”两个基点：

“全面性”，就是覆盖的人口、地区、领域都要做到100%，不能

因为某些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忽视重要的缺项、弱项。

“高水平”，就是各方面衡量指标上都走在前列，不能因为达到

全面小康低线没问题，放弃对高水平的追求。

补短板、强弱项，江苏重点抓好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确保实现低收入人口“两不愁三保障”。

                               ◎◎小贴士◎◎

    “两不愁”和“三保障”

“两不愁”就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

“三保障”就是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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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改善苏北农民住房条件？

【搞清楚“哪些人要搬”】

把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内的4类重点对象，房屋质量较差

的农户，远离集镇和交通干线、零散居住的自然村组和单庄独户，

长期无人居住、年久失修的“空关房”和靠近污染源、靠近水源地、

靠近生态红线的农房等作为优先推进对象。其他有住房改善意愿、

愿意集中居住的农户也可以纳入，做到以户定建、以人定房。

【想明白“人往哪里去”】

顺应农民普遍意愿和城镇化规律，在布点上注意与土地利

用、城乡建设、产业布局等规划有机衔接，以此为契机优化城

乡空间布局。科学论证哪些村保留，哪些村缩减，哪些村提升。

统筹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状况，吸纳就业容量和

环境承载能力。系统谋划、分步实施。

【解决好“钱从哪里来”】

创新思路、激发活力。做好各级财政专项资金和相关涉农资

金整合的文章，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和耕地占补平衡的文

章，金融支持的文章。通过制度保障收支平衡，不增加政府债务。

【研究好“房子怎么建”】

房屋设计要经济适用、美观大方。把挖掘原生态村居风

貌和引入现代元素结合起来，确定合理的人均基准面积，做

到既保障基本居住又兼顾改善需要。安排好水电路气网、学

校医院、菜场超市、休闲广场、垃圾处理、雨污分流等设施配套。

【考虑好“稳得住、能致富”】

落实好保障政策，发展好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确保搬迁农户有稳定的保障、充分的就业和持续的增收。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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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贴士◎◎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2018年 7月 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通过

《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首

次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是党中央重视和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部署，是深入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是打

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举措。

2018年 8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强调“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

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要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创新方式方法，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

地，动员和激励广大农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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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先行者”江苏

们一直在努力让农村百姓过上现有条件下更加整洁的生活。因此，省

委省政府大力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

让老百姓的小康生活过得舒心愉快，让乡村生活向城市品质靠拢。

发展乡镇经济是江苏小康建设中的成果经验。现在，乡镇建设

也成为小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提升乡镇功能作为重要举

措，大力推动服务管理资源下沉，加强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经济

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功能，着力补齐教育、医疗等突出民生

短板。高度重视被撤并乡镇的建设，优化发展、注入活力，尽快实现

“旧貌换新颜”。

全面小康不仅体现在物质水平上，也体现在思想境界、精神风貌

上。江苏把移风易俗作为“必修功课”，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编端
午节民俗饰品“蛋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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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载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比翼

齐飞”。

初心如磐，使命如山。决胜阶段最为关键，冲锋时刻愈显奋勇。

作为“小康先行者”的江苏，肩负党中央的殷切重托和人民美好生活

的向往，正以时不我待的担当、奋发有为的实践、锲而不舍的定力，

加快补齐各类短板，以坚韧不拔的“负重前行”换取人民群众的“岁

月静好”，全力确保如期实现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